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铃薯简化培养基[4J、黑糖;在度在去分化培养基

为 3-5%，分化培养基为 ~-3% 。分化培养

基中，除了去掉 2.4-D 之外，其余激素的水平

降低或全部去掉。

分化的试管苗移入温室，在温室的自然光

照下练苗数天后，移入盒钵或大田，上搭荫棚

保茵至成活。

一、愈伤组织的诱导

接种后五天左右开始出现愈伤组织，两周

后为出现愈伤组织的高峰期。愈{方组织通常先

为白色或浅绿细。以后逐渐转变为浅棕色，一

个月后者化变黑。除根切段污染外、茎、叶、

叶柄、芽、花蕾的外植体都能诱导产生愈伤组

织，其中茎、叶柄出愈最早，芽、花蕾次之，叶

片最迟。冷藏处理能明显促进愈伤组织的诱导。

培养基对愈伤组织的诱导有一定的作用，

以 N5 最佳，愈伤组织出现早、呈j戈绿色，多

而大， MS 次之，在马铃薯简化培养基上几乎

不出现愈伤组织。

二、愈伤组织的分化和成苗

愈{务组织转移到分化培养基上 9 天后开始

分化。一般先出现白色茸毛的白色胚状物(因

版 1 )随后胚状物变绿、长出绿叶、其上有白色

细密刚毛、(图版 5) ，再长出恨。也有少数先

发根再出芽的。绿苗出现后在其周围相继长出

许多绿芽而形成簇生状(图版 2) ，此外，还有

一定数量的愈伤组织在去分化培养基上就发生

分化，长出再生小植株(图版 4) 。

果结验试

近年来，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在无性系繁殖

及良种培育方面得到了广吃的应用 [5，气。在牧

草组织培养的研究方面，国内外主要集中在

豆料植物，并巳从埃及车轴草(T ri f o /i urn a! c

xanadγ irurn L.)等外植体获得再生植株[9J 。对

紫草科牧草的组织培养的研究迄今未见报导。

聚合草系紫草科 (ßo ，-agi naceae) 聚合草属

(S 11m phytum)的一种多年生的高产优质饲料作

物，它的粗蛋白含量占干物质 30% 左右，青

草年产每亩 8 万h上下，对畜禽除生喂外，还

可青贮干L1击。干粉作配合词料。其原产地为欧洲

及高加索，引进我国南方后，注往由于高温干

早引起越夏烂根死亡凹，严重影响了揉合草

的推广与应用。

我们于 1979 年起进行聚合草各种器官外

植体经过愈伤组织再生植株的研究，试图通过

这一途径来培育抗逆性强，适应于我国南方生

长的发合草及提高它色氨酸含量。现将试验情

况简报如下z

供试材料为聚合草 (S?/mph!!tum 0斤ici l1-

alc L.) [3] ， 四月一日田间取样。此时植株处

于现蕾期。材料经 4 0C冷藏后(或不经冷藏)进

行表面灭菌，再在无菌条件下把聚合草的根、

根出叶、叶柄、茎、芽与花蕾切成 2 → 8 毫米

的小段，分别接种在培养基上。培养温度为

26 土 lOC ，开始十天为暗培养，以后每天光照

10 小时，光!阳、强度为 2000 米烛光。

基本培养基为 .MSPO] 、 Nø [町、合 5[6J、马

材制和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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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试验中、茎、叶、叶阔、花营、芽的愈

伤组织均能发生分化(图版1 、 2、的，其中芽与花

蕾分化最快，茎与叶柄其次，叶片分化最慢，

约词i 75 天。但是再生小植株的数目则相反，

以叶最多，芽与花蕾较少。据转移后 87 天统

计，平均?法官叶所分化的小植株可达 71 株(袁

1 ). 

表 1 聚合草不同器官愈伤组织的分化

mi 刀主E丁三1些I fft }lL 

接种管数 1351412111 

再白面丁---; -1--1;币717川-

每管小植株数.L:3.5 1 52 甲午牛牛二L
本1.均以转移之日起算。

2. 每管转移 2 块愈伤组织。

分化培养基的忡类与激素水平对愈伤组织

的分化关系极大。在本试验中，愈伤组织只有

在不附加任何激素成份的 Nø 培养基上才能分

化。

分化的小国株移载入土后，已成活，目前

生长良好。

讨论

词科作物要在较粗放的条件 F高产优

质，这就要求它有较强均抗逆性。组织培养技

术应用于植物抗逆性的筛选方面已有了成功的
先例 [1 ，叫。 针对聚合草在推广中存在的问

题，我们说圃，应用这一技术，结合其它育种

手段，有可能筛选出适应于南方环境的新品

种。此外，我们利用的是聚合草的营养体，而

组织培养是获得营养体的有效手段 [11]，因

此，应用这一战术有可能获得营东生长超过二

信体的多倍·体交合草。加之，叶片在植株中所

占的比重随大，最合草的叶片虽然愈伤组织的

诱导和分比较憬，但分化出的小惶株最多，这

为组织培芹的取材和无性系的建立提供了极为

有利的条件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聚合草组织培

养的研究可能为我国的牧草、饲料作物的育种

增添一条新的途径径。

二、植物愈伤组织的分化需要有一远利1类

的激素并在一定的激素水平下才能顺利进行。

本试验中，呆合草的愈伤组织在古激素的分化

培养基上虽然也能增犬，但很快变褐老化，几

乎都不能分化，而在无激素的 Nø 培养基上都

能分化成苗。花营、芽、茎、叶、、叶柄的外

植体愈伤组织的反应基本一纹，这可能与聚合

草体内含有相当高水平的内源激素有关。聚合

草各器官外植体的愈伤组织旺盛而迅速的生长

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。对这问题作进一步研究

无疑是十分重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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